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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A4_E8_AF_c103_585091.htm 前不久有一个Linux系统管理员

向笔者求助。他说他们在Linux操作系统上部署了一个Oracle

10G的数据库系统。现在他们利用数据库系统中的数据泵工

具从系统中备份数据。他们希望每天把这个备份文件复制到

一个特定的地方。到这一步为止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他们希望

在复制的过程中，能够利用变量名对这个备份文件进行命名

。如按星期几的不同，分别命名为1backup.dmp,2backup.dmp 

等等。前面的1、2就表示星期几的意思。这么设置的话，一

个星期一个轮回。到下个星期一的话，新的备份文件就会把

旧的备份文件替换掉。如此的话，备份文件所占用的硬盘空

间也就不会无限制的增加上去。 笔者对于他们为什么不直接

采用Oracle提供的备份工具制定备份策略对数据库进行备份感

到不解。不过要实现上面这个利用变量来给文件命名的话，

还是可以实现的。笔者根据他们企业的需求，给这个系统管

理员详细的阐述了实现方法。 一、文件创建时间与系统时间

的关系。 在利用变量来命名文件名字的时候(如时间变量)，

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文件的创建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关系

。如上面这个需求，如果某个文件是在星期一创建的，而在

星期二时复制这个文件。那么此时文件的名字应该为多少呢?

是按文件的创建时间来命名，还是按复制的时间来命名的。

如果从上面这个需求来看，利用文件的创建时间来命名更加

的合理。因为这个创建时间才真正体现了数据库的备份时间

。 二、相关命令参数解析。 如果要把一个文件复制到另外一



个地方，同时利用时间变量对其进行重命名的话，那么可以

利用如下的命令来实现cp mydb.log "(date %w)"mydb.log。这个

命令的意思就是把mydb.log复制到一个特定的位置(当前目录

下)，并对此进行重新命名。命名的规则就是在原来的文件变

量前面加上一个时间参数，这里采用的是星期的时间变量。

"(date %w)"这个参数就是截取星期几的时间变量。注意，这

里的时间是按照文件的创建时间来的，而不是参考文件复制

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文件的创建时间是星期三，而

复制时间是星期四的话，那么这个变量的值就为3，而不是4

。因为文件的创建时间为3。笔者以前刚开始接触Linux操作

系统的时候，经常犯这个错误。希望笔者这个过来人常犯的

错误，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。 另外上面这个时间参数，必须

要用双引号括起来。不过不这么做的话，那么系统就会提示

这个命令有错误。这是一个语法上的错误。所以如果系统管

理员在批处理程序中使用这个命令的话，那么最好能够进行

预先测试。因为这些语法错误的话，就算再老到的系统管理

员，一不小心就容易犯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句

话是不会错的。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"(date %w)"与"(date

%w)"有区别吗?这个既有区别，又可以说没有。这主要是看用

在什么场合了。如果用在CP命令中，则中间加不加( )加号，

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在其他一些命令场合中，必须要加入中间

这个加号。否则的话，系统会提示错误。如下面笔者要谈到

的ECHO命令，就有这方面的要求。 三、利用Echo命令来进

行测试。 如果系统管理员对于自己编写的命令参数不怎么肯

定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利用echo命令来进行测试。Echo命令可

以显示环境变量的值，也可以显示某些特定变量的值。其实



这些变量就是系统中的环境变量。如下图所示。利用echo

$(date %w)就可以显示当天系统时间。这个命令只显示星期几

。 如果使用这个命令的话，跟cp命令中最终的时间参数还是

有一点差距，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。 首先，要利

用echo命令来显示系统变量值的时候，必须在变量前面加上$

符号。如果加上这个符号，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环境变量

，或者由环境变量转换过来的一个变量。如果不加这个符号

的话，则操作系统会无法识别，也就不能够正常显示这个变

量的值了。 其次，在这个变量中，中间必须加入 号。如上图

所示，如果不加入这个 号的话，则操作系统就会提示错误，

说%w是一个无效的参数。但是在cp命令中，则没有这个强制

的限制。在中间加不加这个加号，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。

不过为了提高参数的准确性，最好大家还是按照这个echo命

令可以认可的格式下。因为echo命令可以认可的格式，则在

其他命令中是通用的。相反，其他命令中可以用的格是，

在echo等命令上不一定通用。所以为了提高编写的脚本程序

的移植性，最好能够采用通用的变量书写方式。 第三，在cp

命令中如果使用时间变量的话，在必须使用双引号括起来。

否则的话，系统会无法识别变量名称。而在echo命令中，则

不能够使用双引号。因为如果使用双引号的话，则操作系统

会认为这是一个常量，而不是一个环境变量。如上图所示，

如果在echo命令中采用了双引号的话，则其直接显示的是双

引号中的内容。而不会把双引号中的内容当作环境变量。这

系统管理员在书写的时候，需要注意这个格式上的细微区别

。 第四，需要强调的是，在Linux操作系统的脚本程序，

跟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脚本程序与命令行程序不同的是，



前者对于脚本程序中的命令、参数都是区分大小写的。而

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则是不区分大小写。所以在Linux操作

系统中编写脚本程序或者使用命令变量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

大小写是敏感的。通常情况下，Linux操作系统下所采用的变

量、参数都是小写的。特别是那些以前从事Windwos操作系

统的维护工作，而现在使用Linux操作系统，在这个转型的过

程中，需要注意这方面的差异。 四、其他需要提醒的注意点

。 cp mydb.log $(date %w)mydb.log，这个命令与上面的命令比

较类似，但是这里笔者用的是$符号。虽然两者命令看起来比

较类似，但是功能上有比较大的差异。在这个地方，其虽然

也是利用星期几作为变量名，但是其参考的却是系统的时间

，而不是文件创建的时间。即如果是星期四创建的文件，而

在星期五进行复制作业，则其重命名的文件是5mydb.log。可

见如果要采用的是系统的时间来作为参考变量的话，仍然需

要采用$这个环境变量提示符。 另外就是权限方面的问题。

如采用非root用户创建了一个sh 文件(这相当于Windows操作

系统下的bat文件)，默认情况下这个文件的所有权人是无法执

行这个文件的，因为其没有这个权限。为此系统管理员需要

利用root帐户登陆，然后重新调整权限。如果不怎么熟悉调

整权限的话，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把所有权限赋予给所有的人

。就chomd 777就可以完成了。不过如果采用的是其他的脚本

程序的话，如定期删除某个文件，则会留下一定的安全隐患

。为此在权限设计的时候，不能够贪图省力。还是应该遵循

最小权限的原则，只给有需要的用户赋予其完成必要使命的

最小权限。如这里所示，如果脚本编写完成，那么只需要给

这个用户执行这个脚本程序的权限即可。系统管理员甚至可



以不把这个脚本程序修改或者删除的权限给这个用户。防止

其意外修改或者删除了这个脚本文件。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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